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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中國人認為人類死亡之後，肉體終歸腐朽，但靈魂依然不滅，因相信靈魂的存在，認為死後都要接受輪迴轉世，如果生前

為惡，死後靈魂會被閻羅王幽禁在地獄，所以必須延請道士讀經向閻羅王請罪，以便希望藉由神明的導引與保護下，帶領

死者亡魂往西方極樂世界。牽亡陣儀式，是透過牽引亡魂的儀式，祈求由眾多神將的護佑下，帶領亡者靈魂走過陰間地府

，經過層層關口，通過鬼門關後，追隨佛祖前往西方極樂世界。演出內容儀式，開壇－香白－調請五營兵將護衛－引魂－

安慰亡靈－勸亡－啟程－過三十六關（開路關）－入五嶽－遊十殿－辭生－謝神－送神。其牽亡陣儀式內容，對於台灣民

間信仰，能夠幫助在世者安頓往生者的靈魂，並透過各種儀式安排死後的世界，能安心過生活，不受地獄刑法之苦。演出

時間分別在出殯前一天晚上及出殯當天作為遊行陣頭。演出時跟隨送葬隊伍做「出路」表演。牽亡歌陣可能源自福建的「

落陰歌謠」，融合臺灣唸歌和車鼓小戲所形成。台灣牽亡歌陣由來，據吳現山及張秀琴傳述，民間有一種「尪姨」的法術

，透過這種法術，能與陰間親人互通訊息。牽亡歌陣的表演內容反映臺灣民間佛道融合的宗教特色，和靈魂不滅的生命觀

，顯現「死後有審判」和「因果有報應」的價值觀。牽亡歌陣的表演具有撫慰遺族的心理作用，也具有勸世教化匡正人心

的社會功能。

關鍵詞 : 牽亡歌陣、極樂世界、引魂、開魂路、三十六關、入五嶽、遊十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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